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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中共武統、和統策略分析」摘要 

壹、內容摘要 

一、中共武統模式及限制性因素 

（一）武統成功前提在奪取制空權、封鎖和佔領；臺灣反制之道在於

做好「戰力保存」與「空中拒止」。統整西方軍事學者在「戰

役中求勝利」的視角，提出中共武統臺灣及臺灣自我防衛觀點

的分析。中共武統臺灣成功的前提在於率先奪取臺灣制空權，

接續完成「封鎖作戰－拒止外援」與「登臺作戰－占領臺灣」。

臺灣反制之道在於做好「戰力保存」與「空中拒止」及「不對

稱作戰」的工作。 

（二）中共武統可能面臨挑戰。內部因素包括經濟成長趨緩、國家發

展問題；臺灣因素包括渡臺海潛在軍事風險、臺灣人民抗拒風

險等；國際因素包括戰爭引發國際反應、反中聯盟日益強大。 

二、中共和統策略及限制性因素 

（一）中共和統策略主要在爭取臺灣民心。藉由提供臺青赴陸就學就

業機會、村里長交流等；適時解禁農產品、同等待遇及經濟優

惠政策，提供資源爭取統一對象，以經濟福利收買或併購臺灣

策略，進一步推動和統進程。 

（二）和統策略短期有效，中長期面臨資源限制、制度挑戰。和統策

略短期有階段性作用，在經濟面誘因，以及統一認同侷限下，

中長期恐將面臨資源有限和制度面挑戰。和統最困難在於兩岸

制度差距和體制信任，香港「一國兩制」即是負面案例。 

三、中共武統、和統策略評估 

（一）中共政治獨裁存在軍事冒險可能，經濟與社會挑戰日趨嚴峻，

不排除為轉移矛盾而採取軍事舉措。習近平是否為彰顯其「祖

國統一」、民族主義和「大一統」訴求，實現並鞏固其領導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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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從而以軍事或非常手段於 2027年前收復臺灣，不容低估其

可能性。尤其是實現祖國統一有利於提升習政治黨內權威和合

法性，存在軍事冒險之可能；中國大陸經濟與社會挑戰日益尖

銳，亦不排除為轉移矛盾而採取軍事舉措。 

（二）兩岸政治分歧及美中對立局勢難逆轉，不排除中共有統一前中

後的設想和作為。在兩岸政治分歧與美中對立格局難以逆轉背

景下，中共勢必提升武統準備和操作可能性，研判總體方略內

容既會有「和平統一」、「一國兩制」、「九二共識」等和統

訴求，但基於中共對臺灣當局「倚美謀獨」、政治疏離的判斷，

武統作法恐亦將更露骨表現。另不排除中共可能有兩岸統一

前、中、後的設想，包括統戰訴求、招降作法和優惠作為等。 

四、研究發現與建議 

（一）研究發現包括： 

1.中共和統、武統策略並用，臺灣在短中期地緣政治風險上升，

國家安全影響與衝擊加劇。 

2.中共武統運用嚇阻和局部攻擊的手段，將導致電力、通訊和醫

療系統崩潰，恐決定雙方勝負。 

（二）建議政府可採取因應對策，包括： 

1.提升國人對中共武統意圖的安全警覺，做好全面應變危機準備。 

2.面對中共和統陷阱與武統衝擊，建構法制、心防、策略、軍事

和應變操練。 

3.武統運作第一波攻擊劇烈，積極提升防衛、不對稱作戰和避戰

思維。  

4.國防戰略需考量多元外交、經貿，以及戰術作為做有效運用，

亦不排除「以戰止戰」。  

5.國軍掌握臺海戰場環境，並建構「重層嚇阻」確保國家安全。 


